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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多举措为经营主体申报手续减负
　　大幅提高经营者集中申报
标准、简化简易案件申报文件
资料、开展经营者集中试点委
托……中国市场监管部门今年
以来采取多举措有力降低经营
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　　在多方有力举措下，企业
投资并购效率大幅提升。国家
市场监管总局 11 日在专题新
闻发布会上披露的相关信息显
示，今年 1月新修订的《国务

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
规定》实施以来，新标准大幅
度提高了申报门槛，一批规模
较小的经营者集中不再需要申
报。今年以来 (截至 2024 年
9 月 30 日 )，申报数量较上
年同期减少 94 件，同比下降
15.77%。
　　为进一步释放新申报标准
带来的政策红利，市场监管部
门还积极推进优化简易案件审

查思路，简化简易案件申报文
件资料，切实降低企业申报负
担。记者从会上获悉，新的简
易案件申报材料要求已于上月
发布，将于明天 (10 月 12 日 )
正式上线施行。通过“简”信
息“减”材料，将有利于降低
经营主体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
的时间和资金成本。
　　市场监管部门还着力提升
审查效率。据发布会披露的数

据，今年以来，国家市场监
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
报 502 件，审结 455 件，平均
受理时间 18.9 天，平均审结
时间 26.2 天，其中简易案件
平均受理时间 16.4 天，平均
审结时间 17.3 天，审查效率
在全球主要司法辖区中名列前
茅。
　　此外，市场监管部门还在
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重庆、陕

西 5省份开展经营者集中试点
委托审查工作，目前取得积极
成效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
委托案件审查时间进一步下
降，平均受理时间 15.36 天、
平均审查时间 16.48 天，整体
审查时间仅为 31.84 天，为经
营主体节约了制度性交易成
本，经营主体对于经营者集中
审查工作的满意度持续提高。

前三季度北京投资增长快、效益好、活力强
　　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获
悉，前三季度，北京着力扩大
有效益的投资，狠抓重大项目
建设，狠抓投资结构优化，狠
抓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，全市
投资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
合理增长，有力支撑首都经济
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　　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
介绍，全市上下坚持以重大项
目带动扩大有效投资，“3个

100”市重点工程对全市投资
支撑作用稳定在三成以上。全
年 120 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已有
86 个实现开工、较去年同期
多 11 个。前三季度压茬推进
的 480 项市区重大项目全部开
工，总投资超 5200 亿元。
　　中国信通院产业创新基
地、首都体育学院新校区一期、
顺义医疗器械零部件智能制造
研发生产等原定于四季度开工

的重大项目提前实现开工。国
道 109 新线高速、北京均大医
药产业园、中关村工业互联网
产业园等一批市重点工程续建
项目顺利竣工。全市重大项目
储备库储备亿元以上项目总投
资超 3.3 万亿，继续保持“开
一备三”。
　　在重大项目建设带动下，
1-9 月北京固定资产投资同
比增长 7.8%、增速高于全国

4.4 个百分点，设备购置投资
同比增长 34.1%、增速高于全
国 17.7 个百分点，建安与设
备购置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
54.1%、较去年同期提升 1.5
个百分点，充分发挥了对经济
回升向好的关键作用。
　　1-9 月北京制造业、软件
信息服务业、租赁和商务服
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4%、
33.8%、109.5%，增速分别高

于全国 34.8、26.6、103.7 个
百分点。
　　该负责人表示，前三季度
北京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
韧性城市建设，突出系统完备、
强韧高效、安全可靠，加快构
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。基础
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22.2%，占
全市投资比重提升 2.7 个百分
点，“压舱石”作用凸显。

中国航运实力彰显 谋求行业话语权
　　成为世界最大船东国、拥
有海运船队总规模稳居世界前
列、造船订单不断增长……近
年来，中国航运业取得了令人
瞩目的成就，在全球航运市场
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然
而，中国航运业发展仍面临挑
战，存在上升空间。
　　当前，智能化发展依然是

航运业的焦点。中国顺应趋势，
已建成自动化码头 49 座，在
建 44 座，自动化码头的应用
规模、作业效率、技术水平总
体都位居世界前列，上海罗泾
港区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项目等
一批新型港口基础设施建成投
运；沿海国际干线枢纽港岸电
设施覆盖率超过 90%，重点区

域、重点航线、重点船舶靠港
已实现岸电使用常态化。
　　作为重要航运枢纽，上海
港在过去一年集装箱吞吐量达
到 4916 万标准箱，连续 14 年
蝉联全球第一；上海国际航运
中心在新华·波罗的海国际航
运中心发展指数中连续五年位
列全球第三；首艘国产大型邮

轮“爱达·魔都号”在沪启航。
　　至于不可忽视的造船业发
展，中国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。
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副经理易
国伟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
示，从规模、体量、产业完整
性、成本等方面来看，中国造
船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
　　数据显示，2024 年前三

季度，中国造船完工量 3634
万载重吨，同比增长 18.2%；
新接订单量 8711 万载重吨，
同比增长 51.9%；中国造船
三大指标以载重吨计分别占
全球总量的 55.1%、74.7% 和
61.4%。


